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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周衛生防護中心宣佈
爆發流感的幼稚園停課7天

後，今天食物及衛生局聯同教育局再宣佈
由今個周六起，全港共1,041間幼稚園及
幼兒中心全面停課。各方對今次的停課安
排眾說紛紜，但鮮有提到普羅大眾在流感
疫情中應肩負的責任，就是家長應主動讓
年幼子女接種流感疫苗，讓兒女得到保護
之餘，亦有助遏止疫情再進一步擴散。
鑑於本港人口密度高，流感具高度傳染

性，特區政府推出「疫苗資助計劃」，資
助合資格人士注射流感疫苗，但本港的幼
稚園接種覆蓋率只得30%，遠低於鄰近
澳門的80%，間接導致冬季流感疫情的
爆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本港較低的幼
童接種流感疫苗覆蓋率？

接種疫苗有可能引致自閉症的謠言、去
年年底有白色懸浮物出現在疫苗中，以及
外展疫苗接種計劃名額不足等原因，都可
能導致家長拒絕為年幼子女接種流感疫
苗，但家長有否考慮，子女不接種流感疫
苗會增加感染的風險，有否顧及到流感大
爆發對香港醫療系統構成沉重負擔。港大
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亦批評這些家
長的行為，自私且不負責任。
縱使現在沒有任何人能保證流感疫苗能

百分百安全，但若不接種流感疫苗，感染
流感引發肺炎、心肌炎及腦膜炎等致命併
發症，兩相比較，為幼兒盡早接種流感疫
苗絕對有必要。冀望家長立刻行動，配合
政府呼籲，及早為兒女接種流感疫苗，做
個稱職負責的家長，亦為減輕流感蔓延盡
一分力。

王偉傑 香港群策匯思秘
書長

2019年1月21日，國家統計局發佈多項
經濟數據，初步核算，去年我國GDP
90.0309萬億元，中國經濟總量首次突破
90萬億。按平均匯率折算，經濟總量達
到13.6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位。按
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6%，實現
了6.5%左右的預期發展目標。分季度
看，一季度同比增長6.8%，二季度增長
6.7%，三季度增長6.5%，四季度增長
6.4%。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
64,734億元，比上年增長3.5%；第二產
業增加值366,001億元，增長5.8%；第
三產業增加值 469,575 億元，增長
7.6%。
每年這個時候，各省市區要公佈

GDP，各城市也要對GDP進行排行。對
於GDP，中國不同階段有不同理解。有
段時間，地方政績考核陷入GDP崇拜魔
咒，甚至不乏GDP注水，普通人對中國
GDP超歐洲國家和日本充滿自豪。隨着
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
政府也不再唯GDP論，民眾對GDP的認
識逐步理性，開始從人均以及收入、消
費、就業等多項指標來看發展質量。

2018年的中國GDP具有特殊意義。一
方面，這是中國供給側改革持續深化取得
的成績單。這一改革核心就是給中國經濟
去痾，不再追求高增長，因此90萬億的
GDP內涵更好、質量更高。90萬億的
GDP穩居全球第二，也凸顯中國綜合實
力的基礎。另一方面，2018年全球經濟形
勢嚴峻，中國更遭遇前所未有的內外變局。
中美貿易摩擦幾乎貫穿全年，美國對華全方
位的圍堵，難免影響了中國發展的步伐，
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逐步浮現：一季度
同比增長6.8%，二季度增長6.7%，三季
度增長6.5%，四季度增長6.4%。
從人民幣匯率走勢看，中美貿易摩擦和

美聯儲加息的雙重效應，人民幣在第三季
度之前「跌跌不休」，幾近跌破「7」的
鐵底。但是美聯儲加息放緩，中美元首
12月初達成貿易共識，人民幣匯率開始
止跌回升。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給今年經濟工作的定調是「穩中有進」，
穩增長成為今年經濟工作的主調。
應看到的是，中國經濟面臨下行趨勢，

全球其他經濟體面臨同樣頹勢。在此情勢
下，中國90萬億的GDP和6.5%的經濟
增長速度，尤為不易。中國在GDP基數
巨大的情況下，維持6.5%的中高速增
長，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一枝獨秀。
再看貿易，中國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首

次超過30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7%，創
歷史新高。中國維持了全球第一大貿易國
的位置。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和單邊
主義陰霾下，中國貿易給出的成績單也堪
稱優秀。
中國不再以GDP論英雄，然而世界對

中國經濟增速特別關注，畢竟中國是全球
第一大經濟引擎，給全球經濟貢獻近
30%。中國經濟放緩，全球經濟增長當
然受影響。中國90萬億的GDP，帶給全
球希望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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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國家尊重國歌 拒絕抹黑拒絕誤導
《國歌條例草案》開始立法會審議，國歌法本地立法進入最後階段。尊重自己的國家、

尊重自己國家的國歌，在任何文明國家都是天經地義的事，香港主流民意支持立法盡快通

過。極少數以反對為生存之道的政客和被誤導的激進青年，用違背法理和常理的說辭，抹

黑國歌法立法，更訴諸激進暴力的行為，令人齒冷、令人心痛。但他們的所作所為，根本

難以阻擋立法進程。

黃楚標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日前在電視畫面見到，《國歌條例
草案》首讀當天，少數激進組織的青
年成員衝入政府總部廣場，打起「不
歌頌的自由」的標語進行暴力抗議，
令保安人員受傷。看到這一幕，勾起
我對年輕時一些過往經歷的回憶，不

吐不快。

尊重國歌世界慣例
還是說電視畫面。記得幾十年前港英管治年代，

那時電視台到晚上12點結束一天節目，最後畫面是
英女王的照片，並且播放英國國歌。現在反對國歌
法立法的一些資深政客，好像當時對電視台的這個

「慣例」並沒有出聲反對。為什麼現在他們反
倒抵制立法維護自己國家的國歌？實在令

人難以理解。
我在上世紀60年代初移居香

港，親身感受到華人遭受歧
視和種種社會不公。成

年 之 後 到 外
國 ，

只能持身份證明書（ID）作為旅行證件，毫無尊嚴可
言。只有香港回歸祖國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取得今
天的成就，國家國際地位日益提升，國家對香港關愛
有加，作為中國人的尊嚴和自豪感才日益增強。
鑒史明理，維護國家尊嚴不僅天經地義，而且應

該是發自內心、真誠真摯。尤其是作為香港特區管
治架構的成員，更應該以身作則，為市民作出表
率。所以，國歌法本地立法規定在主要宣誓儀式和
重大活動場合奏唱國歌，是最基本不過的禮儀要
求，也是世界上文明國家通用如儀，實在毫無爭議
可言。

那些頑固堅持反對國歌法立法的邏輯，其實相當
荒謬可笑，根本不值得一駁。比如那句「不歌頌的
自由」。首先，國歌法立法本來沒有規定你「歌
頌」，只是規定你不能侮辱國歌，也就是「可以不
愛、但不能傷害」的意思，如此混淆偷換概念，當
然意在欺騙市民；其次，如果對從政者而言，你要
參與管治架構，尊重國家、國歌、國旗就是起碼要
求，如果又當這個國家的官，又不尊重這個國家，
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世界上哪個國家會允許這樣
荒謬的事發生？

至於那些「唱國歌走音」、「聽到電視播國歌

不肅立」等等所謂「誤墮法網」的質疑，根本就是
在嚇唬市民，故意製造恐慌。其實，國歌法的立法
本意，只是通過指引性的法律條文，規範市民在行
為上尊重國歌，禁止的僅僅是在公開場合、故意對
國歌作出侮辱行為。也就是說，只要你不是公然、
刻意侮辱國歌，根本就無法網可墮。

政客誤導難阻立法
可歎的是，提出這些嚇唬市民言論的人，有些是

有法律專業背景的政客，他們一直將香港奉行普通
法掛在嘴邊，明知在普通法慣例下，不可能訂立涵
蓋所有個案情況的條文，每個個案都會由執法機
關、司法機構採用普通法制度常用原則作出判斷，
形成判例。這些政客明知故問，除了有意誤導，
實在難有其他解釋。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在支持國歌

法立法的主流民意面前，反對、抹
黑、誤導只是一些雜音、噪
音，《國歌條例草案》
定會如期通過。

習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周年紀念會的重要講話，提出推進
和平統一的五點重大政策主張，開啟
了祖國和平統一新階段。2019年是

這個新階段的開局之年，如何落實「習五點」備受
關注。2019 年對台工作會議部署落實「習五
點」，其中三方面的信息值得重視：一是判斷
2019年台海形勢更加複雜嚴峻；二是強調絕不為
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三是
重視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全面落實惠及台灣同胞的
政策措施。
2019年對台工作會議22日在京舉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會上強調，全面
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
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努力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不給各種形式「台獨」留下任何空間
汪洋指出，2019年台海形勢更加複雜嚴峻。這是

大陸對於未來的台海局勢的基本判斷。事實上，蔡
英文當局對於習總書記的講話採取全盤否定和對抗
的態度，預計在即將到來的台灣領導人和立法委員
選舉中，民進黨將再次以操弄兩岸關係去爭取選
票。對此，大陸瞭然於胸，有評估也有防備。無論
蔡英文當局如何對抗，大陸都會「以我為主」積極
推進和平統一的進程。
必須看到的是，「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是台

海和平的最大現實威脅。「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
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汪洋所強調的這句
話，正是對分裂勢力的嚴正警告。習總書記在《告
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
出，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
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習總
書記還強調，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就是針對外部
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
動。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在《求是》發表解讀習總書
記講話的文章中指出，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
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
謀，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如果「台獨」勢力膽
敢鋌而走險，必將遭到堅決粉碎。可見，「絕不為
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不
只是立場的宣示，也表明大陸已經做好各種打擊和
粉碎各種形式分裂活動的準備。

堅持改革開放 堅持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汪洋在談到2019年的對台工作時指出，要深化兩

岸融合發展，持續擴大兩岸交流合作，全面落實惠
及台灣同胞的政策措施；要繼續拓寬兩岸青年交流
管道，為台灣青年來大陸學習、就業、創業、交流
提供更多機會、創造更好條件。從根本上說，決定
兩岸關係前途的是大陸自身的發展強大。習總書記
講得好，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
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大陸改革開放的40

年，也是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40年，台灣同胞
是見證者、參與者、受惠者。改革開放為台灣帶來
很多發展機遇，使眾多台灣同胞得到實實在在的好
處。兩岸經濟交流深刻地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
成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
蔡英文當局的倒行逆施改變不了兩岸繼續融合的

基本態勢。台灣舉行「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
勝，台灣內部出現地方承認「九二共識」包圍中央
的態勢，折射了台灣民眾對於兩岸和平發展的期
待，兩岸關係出現了新的發展機遇。只要我們保持
定力，堅定信心，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堅持深化
兩岸融合發展，全面惠及台灣同胞、台灣青年，就
一定能夠穩步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用好香港平台多做實事推進和平統一
香港如何為祖國的和平統一作出新貢獻，這是我

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我們應該用好香港平台多做實
事推進和平統一：
一是以香港作為平台，理性深入展開「兩制台灣

方案」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性安排的相關討
論，對台灣島內以至國際輿論產生積極正面的引導
作用；二是在香港建立平台，幫助港台青年在大灣
區創業發展；三是推動成立港台「一帶一路」產業
合作聯盟，引導港台企業參與「一帶一路」海外產
業園，共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拓海外市
場，既為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作出更大貢獻，也進
一步帶動自身更大的發展。

落實「習五點」對台工作會議發出重要信息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最近一項有關各大學學生會的調查發現，逾6成
大學生認為所屬大學學生會舉辦的活動不能滿足他
們的需要；同樣逾6成大學生認為所屬大學學生會
不能維護學生權益；另有3成大學生認為所屬大學
學生會持負面印象的主要原因，是學生會過分政治
化。事實上，部分大學學生會所辦的活動參與率不
高，個別學生會所發的「政治聲明」並沒有獲全體
會員授權，難言認受性。
過去數年，各大學學生會彷彿成了政治角力場，
或成為年輕政客參政的捷徑。學生會過度政治化，

以致學生心灰意冷，對學生會的選民諮詢大會及投
票不太熱衷，多所大學的學生會選舉曾因投票率
低，達不到選舉門檻而出現「斷莊」情況，結果學
生會又被沒有經過民主授權的「臨時委員會」騎
劫，其代表性更存疑。無論是學生會或「臨時委員
會」，部分涉政治成分的聯署、聲明，均未有召開
會員大會特別會議，更未有獲得授權，根本不能代
表全體學生的意願，是誤導同學和公眾之舉。
大學學生會原本的功能是服務同學，維護同學權

益，舉辦活動讓同學參與、學習和聯誼，以同學的

利益為依歸。然而，三番四次出現學生禁錮和衝撞
校董會成員、管理人員、教職人員和保安人員的事
件，在大學畢業典禮上亦發生不愉快事件，校內的
意見板屢次出現政治性標語，有需要反思學生會的
功能是否變樣。
大學學生會若被政客騎劫，過於政治化，不但不能

服務學生，更淪為政爭工具。校園是傳道、授業、
解惑的地方，不應成為「搞政治」的平台，更不應
成為縱容暴力抗爭的溫床。大學有校規和秩序，學
生會也應有必須遵守的章程，不能任人騎劫放肆。

警惕大學學生會淪為政爭工具
朱家健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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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GDP增長將更倚重消費，重視質
量。

《國歌條例草案》近日正式展開立法
程序，提交立法會首讀及二讀。「香港
衆志」突然上演馬騮戲博出位，可惜的
是，他們表現千年不變毫無新意，出位
變出醜。整場鬧劇區區7個人叫囂，
「衆志」不如改名叫「寡志」啦！事件
亦證明，鬧劇主角「河童」黃之鋒人氣
一落千丈，玩什麼新花樣也無人理睬。
在「河童」教唆下，「衆志」日前強

闖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在國旗旗杆上
掛上狗屁不通的標語，反對國歌法立
法。反對派的反國歌法戲碼，隔幾日
就上演一次，千篇一律。講真，再精
彩的馬騮戲，看得多都厭啦，更何況
「衆志」毫無創意的拙劣表演，人數
仲要一次少過一次，不但觀眾提不起
勁，相信反對派的政治演員們自己也

覺得無癮。
事件中最失落的，自然首推「河

童」，想當年「反國教」大出風頭，被
反華勢力捧為「明日之星」，甚至要競
逐諾貝爾和平獎，風頭一時無兩。
可惜「河童」反中亂港令人討厭，就

如一顆流星，很快已沒有政治利用價
值，才幾年時間，就從雲端墜落，正所
謂爬得越高跌得越痛。失寵、缺乏資
源，「河童」的跟班亦煙消雲散，現今
與孤家寡人無異，「香港衆志」離收檔
不遠矣。
從國歌法立法一事可以看出反對派的

無奈，香港市民越來越清醒，越來越不
容易上當，反對派號召力大不如前，但
又沒有拿得出手的新招，只能眼睜睜地
看日漸沒落。

「香港衆志」出位變出醜
沐杰

■絕大部分市民尊重國歌，支持國歌法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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